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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 走上大银幕已半月有余。这部
点映阶段就引起热议的电影，让观众屡屡欲
罢不能。小说作者麦家说：“这部电影，我
看了三遍，还想多看几遍。”看罢电影不过
瘾的网友甚至整理出“解密”的“解题思
路”：“ 《解密》 背后细思极恐的 10 个细节，
你看懂了吗？”

有人评价这部集谍战、悬疑等类型元素
为一体的电影是“中国笔法的 《盗梦空间》
和 《奥本海默》 ”；有人将这部电影称为

“中国版的 《美丽心灵》”。然而，这些似乎
都难以概括 《解密》 的丰富。电影中有句话
令人深思，导演陈思诚以此来揭示该片的主
题——“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密码，这一生就
是解密的过程。”

“密”，是文学的母体。“解”，是电影的谜
底。我们不妨来为《解密》“解密”。

一

《解密》，同《暗算》《风声》合称“谍战三部
曲”，为中国文学贴上了麦家的独特标签。

《解密》 是麦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
是他“人生中的一块磨刀石”，整个创作经
历了 11 个年头，从 1991 年落笔，到 2002 年
小说出版，其间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
知。《解密》 问世后，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
言，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其
间，这部小说的影视版权多次易主，却始终
未能改编落地。

有趣的是，在麦家的创作生涯中，后两
部小说尽管“出道”最晚，但是“成名”最
早，《暗算》《风声》被改编为4部电影、8部
电视剧，一次次在中国和世界的银幕和荧屏
上掀起谍战浪潮。而如何演绎 《解密》 的

“密码”，曾是麦家和他的文学编剧、影视导
演的困惑之处。

从 1991 年文本起意到 2024 年电影上映，
一部作品兜兜转转已逾33年。而今，作家麦
家联手导演陈思诚，终于为 《解密》“解
密”。

《解密》，讲述了一个隐蔽战线上的传
奇。这是一个“数学天才成长为破译高手”
的故事。容金珍本是一个对数学有兴趣、有
天赋的青年学生。起初，他只是从数学中寻
求智力角逐、破解谜题、逼近真相的快感。
而在战乱时代，当他亲眼看见战火纷飞之
下，人们四散奔逃、被枪弹击中的生死时
刻，“何为国家”“我又该何去何从”在他的
心中逐渐有了愈加清晰的答案。

在漫长而枯燥的人生里，在位于荒山野
岭的 701 基地，容金珍几乎没日没夜地演
算、推理，在梦境中观照现实，在规律中破
解谜题，陆续破译了“紫密”“黑密”等美
国军方的高级密码，以此挽救了无数人的生
命，直至最终在隐蔽战线上“解密”至人生
的终点。

《解密》 有着一定的阅读和接受屏障，
这便是“解密”的多义性。容金珍用一生呕
心沥血破译的密码，更具有了复杂的含义。

《解密》 的第一层叙事，其实就是一个
隐蔽战线的传奇故事，也即观众所熟悉的谍
战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解密》 中的密
码，不是以前谍战剧中常见的密码本形式，
电影中的密码已经进化为一种数学系统，代
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密码技术和数学理论的
应用。701 基地的任务是破译这些密码，获
取敌方的情报，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决
策和军事行动。

第一层叙事中，“解密”被放在波谲云
诡的国际政治局势中，是对敌方密码的破
译。在第二层含义中，《解密》 对天才容金
珍进行了一次“解密”中的“解密”。他让
观众前所未有地接近一个天才无比孤独的内
心世界。容金珍具有独特和深刻的思维方
式，他在理解世界和解决问题时有着不同于
常人的视角。比如他对数字与日期的高度敏
感和敏锐，他以具体的天数来标记经历。

借助容金珍，“解密”既破译了敌方的
逻辑密码，也解开了自己的人生密码。

在电影中，陈思诚将这种含义加以放大
——“紫密”和“黑密”是具体的作战密
码，更深一层则是令人费解的人心密码。

“数学和密码结合在一起，不但抽象而且深
奥。故事的内核不是讲述如何破译数学的密
码，而是关于人心的破译。”麦家说。

容金珍虽是难得的天才，但是他不通人
情世故，不懂社会变通，他的身上有着正常
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弱点。比如，不善社
交、不懂情感、不会交流、时常分不清梦境
与现实的边界……麦家在小说中浓墨重彩地
对他复杂的性格加以描述，然而要将“孤僻
天才习得人生真谛”的故事在大银幕上演绎
出来，对于电影导演不啻是一个挑战。

正因为如此，电影塑造出容金珍这个特
殊人物在特殊时代的特殊经历。他有虚构色
彩，但又附着了真实历史人物的特性，从他
身上，可以看到个体在时代中跌宕精彩又极
具宿命感的一生。这也促成陈思诚在电影剧
本最后提炼出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是独特
的密码，这一生就是解密的过程。”

二

对于陈思诚来说，拍摄这部电影最大的
难处，是他和整个剧组对密码领域一无所
知。为此，他特地请来密码专家给剧组上
课，告诉创作人员密码到底是什么，它从何
而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迭代，整个密码
史对人类到底有多重要。“能够通过创作，
对未知的领域有全新的了解，我想这也是创
作最有意义的地方之一。”陈思诚说。

容金珍是幸运的。养父母一家给予他无

尽耐心与包容，不间断的书信、养母亲手做
的酥糖……这些教会他什么是亲情；妻子小
梅每天半夜叫醒他记录梦境、从中寻求破译
的灵感，照顾他的衣食住行……这些教会他
什么是爱情；导师希伊斯毫无保留地激发他
的数学天赋、用“棋子”“本子”等启发他
如何不被梦境所困、不被执念所缚……这些
教会他如何战胜对手，又如何战胜自己。

容金珍是不幸的。容金珍被“黑密”困
扰数年，精神濒临崩溃。密码破译是一件会

“吞噬”人的艰苦工作。长时间的精神高度
集中和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和精神备
受“折磨”。容金珍不仅要与复杂的密码作
斗争，更要与内心的恐惧、孤独和自我怀疑
作斗争。容金珍的痛苦更来自解密本身，用
电影中的话来说，解密是人类精英之间最顶
尖的博弈与厮杀。天才的博弈必须深入到对
方的心理层面，试图理解对方的动机、习惯
和弱点，以制定相应的策略。

精神的厮杀、灵魂的较量，其实是最残
酷的。电影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投射于容
金珍与希伊斯这两位隶属于不同阵营的人，
甚至是两个对立面的精神角逐。他们是彼此
最熟悉的对手，他们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是技
术上的较量，更是心理战术的使用。精心构
建的“紫密”被容金珍破解后，希伊斯沉淀
数年，利用容金珍的心理弱点制造出“黑
密”，还通过寄唱片与偷笔记本来“杀人诛
心”，这些桥段的设计都增加了叙事和解读
的困难，同时也增加了影片的品质和趣味。

在这种意义上，这也是一部致敬英雄的
故事。容金珍的形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谍
战英雄形象。容金珍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复杂
的密码系统之一，它需要数月乃至数年地沉
浸在复杂数据和逻辑之中，反复试验和验证
不同的解密方案。长时间孤独与痛苦的思
考，让容金珍无法休息和放松。他是一位在
幕后默默耕耘、用智慧与坚韧守护国家安全
的无名英雄。他的战场是无形的密码海洋，
如果说天分是帆，压力与痛苦才是他的桨。

很多观众在电影中看到了容金珍、老郑
等人物背后那些众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在革命历史上，隐蔽战线的斗争虽然看不见
硝烟，但惊心动魄，比试的是脑力、心力和
意志力。比如“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
农、胡底，潜伏到敌人的“心脏”，每日过
着“在刀尖上舞蹈”的日子；比如延安时期

的宋兆宜，“一夫当关”挑战敌方整条战
线，10年破译上千份情报，关键时刻破译敌
军的密码。

主题思想的世界性、题材内容的稀缺性
和人物形象的独特性，赋予这部小说“异
质”的光芒。电影改编的版权几经辗转，从
国内到国外，从名导到新人，不下 6 位导演
想要将 《解密》 搬上银幕，却始终“想而不
成”，原因在于表达之困、表现之难。高智
商天才的博弈、跨越一生的曲折故事、以梦
解密的幽微呈现，都被认为是影视化过程中
的难题。

容金珍小时候，小黎黎给他讲过“國（国）”
的定义。长大后，曾经不谙世事的容金珍对家
国的分量更是有着深邃的感受——是脚下不
容侵犯的疆土，也是身边需要守护的人。

如此这般，电影 《解密》 为国产故事片
开拓了新的叙事空间。“我们应该记住这部

电影背后的英雄，也就是我曾经的战友们。
他们拥有的智慧可以炼成金，他们迷人的才
华和胆识本来可以让他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
儿，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的故事、他们
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成为永远的秘密。《解
密》 是向他们致敬，也是对亲爱的祖国的致
敬。”麦家说。这些，是他写作的初衷。

三

表现破译的技巧、表现破译与梦境的关
系，是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小说可以通过
比喻，为读者建构想象空间。比如，讲到容
金珍破译“紫密”，小说可以比喻为在1万扇
门中去寻找那个独特的门，破译密码的过程
就是反复打磨那把开门的钥匙。容金珍的破
译灵感是通过做梦获得的。

然而，对于影像呈现，这些却都成为难点。
在影片中，陈思诚巧妙地运用各种矛盾

的具象，来表达矛盾的抽象。比如，在围绕
容金珍的多重关系中，容金珍与希伊斯是最
重要的一组，他们是师生、“敌人”、对手的
同时，也是朋友和知己。没有任何人比他们
更了解彼此。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数学和解
密这一领域的共同热情，或是对同行者天赋
与能力的钦佩和赞赏，更是因为天才对于自
身痛苦的深刻体认——他们如此真切理解彼
此在追求卓越过程中所经历的非常人所能理
解的折磨，他们能够共情彼此在动荡年代中
身不由己的命运。痛苦让他们一再认出彼
此，接近彼此。这种共鸣让他们在情感上产
生联系，他们惺惺相惜、救赎彼此，这是故
事的起点——希伊斯珍视容金珍的天分，也
是终点——容金珍破解“黑密”后选择保护
希伊斯。《解密》 如此处理两人的关系，是
巨大的温柔和仁慈。

电影还巧妙运用了大段大段容金珍的梦
境，以阐释影像难以表达的语言谜境。红色
沙滩、静默巨物、金色芦苇、密码迷宫、神秘
海象人、缠绕的输液管、坍塌的摩天轮、火车
上的追杀、埃尼亚克围成的房间等等，它们都
是视觉奇观，在大银幕上美轮美奂。从电影美
学来看，这些梦境体现陈思诚的艺术追求，将
电影的“造梦”属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 《解密》 的影像风格中，与现实的梦
境感相呼应的是梦境的现实感，达成真实感
与想象力的交融，理性与感性的交锋。执导
第10年，在将类型化电影做到极致后，陈思

诚 完 成 了 一 场 对 自 己 的 “ 解
密”。他与国内外顶尖团队倾力
合作，以“十个梦境”串联起
天才少年容金珍的一生，在追
求梦境的真实感和现实生活的
梦境感中找到平衡，完成了国
产大片的一次创新表达。

从科幻片 《流浪地球》 到
战争片 《长津湖》 再到神话史
诗 片 《封 神 第 一 部 ： 朝 歌 风
云》，近年来，每一种电影类型
的拓展，都提升了技术实现艺
术 想 象 的 能 力 ， 建 立 起 更 完
整、科学的工业化流程，点点
滴滴凝聚着中国电影工业发展
的成果。电影 《解密》 从获得
版权到上映只用了2年，改编从

“想而不成”到“水到渠成”，
电影工业是打开 《解密》 这扇
门的钥匙。

《解密》 中，“梦境”交叠，建构起天马
行空的想象空间。影片用10个场面宏大、瑰
丽，时而又有些惊悚、恐惧、荒诞的梦，表
现容金珍如何日以继夜寻找出解开密码的那
把钥匙。在麦家看来，10 个梦境是 10 个关
卡，每一段梦境都是创作者给自己出的难
题，也是对电影工业的考验，失之毫厘则可
能差之千里。片中有一个关于红色沙滩的
梦，从制作到拍摄全程用了90天。剧组搭建
了 5000 平方米的大棚，用 105 吨沙子铺成
2000平方米的人造沙滩。巨大的灯阵营造出
海边日落的逼真氛围，造浪机不断造浪，沙
子跟浪交互、光与浪交互，色彩、光影交织
出亦真亦幻的电影质感。

最难实现的是那片带来强烈视觉冲击的
红色沙滩。一开始，剧组试图寻找实景，但
找遍全世界著名的沙滩，最相似的也只有粉
红色。为了实拍，美术和道具团队耗时一个
月制作出 105 吨特别染色和固化的红色沙
子。为了精准实现几次红色沙滩上的光影变
化，剧组使用75套LED灯组成灯阵，在摄影
棚内打出非常均匀的、有强度的光，模拟真
实太阳。剧组更是将所有道具灯都进行编
程，摄影师可以单独控制每一盏灯，用调光
台完成现实与梦境的切换。

最后，余晖洒在地平线上，海天一色，
世界只剩下红沙、海浪、沙滩上的巨型海
象，和那对夕阳下专注对弈的师生，共同完
成这场瑰丽而永恒的梦境。

《解密》，绝非一本“好写”的书，更非
一部“好懂”的电影。我们从这本书问世的
经历中，早已窥见这一点。

曾几何时，麦家借助书中人物，高声呐
喊：“难道你还斗争得不够吗？一只笼子在企
盼一只鸟。”然而，他和他的人物却始终在真
实世界来回打转，迟迟等不来自己的年代。

值得祝贺的是，《解密》 终于等到了它
迟到的荣光。站在盛名与光环之下，麦家仍
骄傲地守护着他的孤独、脆弱、迷惘。这些
苦与痛、悲与乐，是他的文学的标识，更是
他的文学宣言。

“解密”到底有几层谜题？小自个体、
亲人、家庭，大至国家、天下、时代，答案
自不待言。

本文配图均为电影《解密》剧照。
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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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陈文） 大型西藏人文纪录
片 《布达拉宫》 日前开播，出品方天成
嘉华影视传媒和腾讯视频邀请相关专
家、媒体、观众与纪录片主创团队共同
观影，并就影片内容、艺术特色与创作
历程展开分享交流。

作为国家民委《百集专题纪录片·民
族文化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达拉
宫》由汉藏团队历经3年多的时间精心创
作，从历史、建筑、文物、艺术、人文
民俗、自然环保、现代生活等方面，记
录了一代又一代人用劳动、智慧和审美
造就的人类文明瑰宝，围绕布达拉宫创
建和维护的历史，讲述如何创造、传
承、守望民族文化的鲜活故事，是首部
全景式展现布达拉宫的纪录片。

传统乐器与流行唱法碰撞，婉转戏
腔融入韵味歌词……当下，国风音乐正
成为大众化的音乐风格，不断迸发活
力。近期，原创戏歌唱演节目 《国风超
有戏》 播出，节目结合数字技术等手
段，营造多场景、全开麦的现场表演形
式，打造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国风新声。

“命题创演”是《国风超有戏》的一
大亮点。节目由 AI数智人“国小风”作
为开题人，以“高山流水”“情比金坚”

“神话故事”“家风润心”“足智多谋”
“巾帼力量”“孝思不匮”“忠肝义胆”等
为主题，召集众多国风音乐人展开“共
创实验”。其中，《金鼓赤诚》 结合民
乐、流行音乐、京剧等元素，传递出家
国大义的巾帼担当；《梦承天寺夜游》以
吉他为主要配器，表达当下年轻人对

“知音”的理解；《唯情不变》 融入昆曲
等戏腔，演绎了不一样的 《牡丹亭》；

《我名叫太阳》以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为
原型，化身充满青春气质的“说唱+昆
曲+摇滚”……节目中，音乐人挥洒才情
和创意，将戏曲、民乐、摇滚、民谣、
方言等元素重组互融，拓展国风音乐风
格多变、形式多元的创作空间。

正如中南大学教授杨雨在节目中所
言：“新一代的国风音乐人正在不断刷新
我们的固化思维，用想象力打开国风音
乐的更多可能。”通过“戏曲+”的跨界
融合模式，《国风超有戏》为年轻国风音
乐人提供了一个舞台，将植根传统文化
的国风音乐以全新的视听艺术样态呈现
出来，为更多人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打开
一扇窗口。

纪录片《布达拉宫》开播纪录片《布达拉宫》开播

原创节目《国风超有戏》

展现国风音乐创新活力
果 玉

本报电 （记者郑娜） 记者近日从文
化和旅游部获悉，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
术季将于 8 月 20 日在乌鲁木齐开幕。活
动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
办，此后每两年组织一届。

据介绍，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
主要通过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巡
演等形式，动员新疆民间文艺爱好者、
全国民间艺术团队、专业文艺院团广泛
参与，带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开
展。开幕活动期间，组委会将组织全国
各省 （区、市） 民间艺术节目、文化和
旅游部直属文艺院团的优秀舞台剧目赴
新疆演出，同时还配套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相关文创产品展览展销、旅游景区线
路推广、美食集市等活动，助力新疆文
化和旅游宣传推介。艺术季将建设“云
剧场”、举办“云展览”，打造数字化展
示项目，同时深化文旅融合，将民间艺
术展演展览、文创交流与旅游精品路线
的宣传推广相结合，引导全国各地游客

“跟着节庆去旅游”。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70 周
年。艺术季期间，还将以“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为主题，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举办兵团专场活动。

首届中国新疆
民间艺术季将举办

国风音乐人在节目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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